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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农历正月初三，青岛港前湾码头上海风凛冽，碧绿的
海平面上漂浮着艘艘大型货船。清晨 10 时，20 万吨级的

“福远”轮缓缓靠岸，3 台卸船机瞬时紧张运作起来。
登上距海平面 70 米的卸船机平台，记者钻进卸船机

驾驶室，记录卸船机司机吕克一天的高空卸载作业。从驾
驶室里向下俯视，随着大型机臂来回滑动，下方货船上的
各个舱位逐次打开。狭小的驾驶室内，卸船机司机吕克目
不转睛地盯着电子操作屏幕，双手熟练地移动两侧手柄，
在下方指挥员的配合下，小车抓斗缓缓下降，抓满一斗矿
石物料后，稳稳地送至传送带上。“春节期间，从这里卸载
的每一吨矿石物料都将被运往全国各地。”吕克说。

效率是卸载作业的生命线。“每一抓斗都要恰到好处，

稳扎稳打。在连续取料过程中，抓斗中的矿石物料既不能
多也不能少。”卸船机司机吕克在操作间隙回答记者疑
问。吕克今年 30 岁，练习卸载技术已整整 11 年。现在，
吕克单机 1 小时最高能卸载 3300 吨矿石物料，创造了青
岛港单机卸载的最好成绩。

在没有安装电子设备之前，为了准确目测舱内和抓斗
位置，吕克一天 8 小时都得保持低头、弯腰的姿势，“许多
上了年纪的卸船机司机都会出现脊椎问题。”卸载一队队
长刘艳青告诉记者，“每台卸船机司机都是多面手。设备
管理检查、货船卸载指挥员、司机这几个岗位哪里需要就
要立刻到位。”

眼看到了午饭时间，为了抢抓卸载时间，吕克委托工友

将饭送至卸船机平台，匆匆扒了几口饭后，吕克检查了一下
设备情况，卸船机的作业声再次响起⋯⋯“与时间赛跑是我
们的常态，节假日期间更是如此。”吕克对此一脸淡然。

记者了解到，大型船舶靠泊一天的费用多达 10 余万
美元。在停泊时间内，提高卸船机卸载效率能为货主节约
大量靠泊成本。“我们的直接货主是发电厂、煤厂和钢厂。”
谈到这些，刘艳青队长脸上洋溢着豪情，“节日期间就是我
们坚守的时刻，为了保证千家万户用煤用电，过个好年，我
们必须全力以赴。”

记者计算了一下，截至 18 时，吕克操作抓斗起降 300
余次，共卸载矿石物料 11400 吨。装卸一队在“福远”轮靠
泊的 3小时内便将所有矿石物料卸载完毕。

3小时卸完20万吨货轮，卸船机司机——

在 70 米 高 空 与 时 间 赛 跑
本报记者 李春霞

春节和藏历新年期间，在海拔 4100多米的拉萨市墨
竹工卡县唐加乡卓村村委会院内，人头攒动。在西藏自
治区党委组织部驻卓村工作队的协调下，来自西藏自治
区藏医院的 5 名医生正在村委会为村民义诊。每一位医
生前面都排起了长长的队，藏医专家忙得不可开交。

村民旦增卓玛的肝和肾长期疼痛，每周要花 400 元
左右的医药费，但总不见好。这次自治区藏医院的医生
来义诊，旦增卓玛早早就来排队了。她把自己的病情详
细地告诉了医生，把脉以后，就拿到了能吃一周的免费
药。她激动地告诉记者：“要不是有驻村工作队帮忙协
调，我们哪能在自家门口就有这么好的医生看病啊。他
们不仅给我看病、送药，还详细地告诉我平时生活中的
注意事项，说我的病可以慢慢治好。”

医生们义诊的同时，驻村工作队员们也没闲着。他
们引导农牧民群众依次接受医生的诊疗，向群众宣传医
疗保健知识，就一些常见病的预防和治疗，他们尽量用
群众看得懂、听得进、记得牢的方式进行讲解，群众不
时点头。

在义诊现场，一些久病在床的患者也在亲人的搀扶和
背负下赶来了，索朗曲珍就是其中一位。她一边回答医生
的问题，一边不停地抹眼泪。看到工作队队长祝良刚走了
过来，她立刻抓住祝队长的手直往脑门上贴，捂着胸口说：

“驻村工作队就是好，想得很周到，我们村以前从没来过自
治区的医生，这次在工作队的协调下一次就来了 5 名，还
免费给我们看病、发药，真是太感谢了。”

祝良刚连忙握住索朗曲珍的双手说：“这都是工作
队应该做的。党和政府派工作队来就是给村民办实
事、解难题。阿妈啦，以后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们工
作队。”工作队队员平措朗杰连忙把祝队长的话翻译给
索朗曲珍。

村支书加措感慨地说：“我们卓村比较穷，没多少人
去过大医院，听说自治区藏医院要来村里义诊，大家都
眼巴巴地望着，充满了期待。这都要感谢自治区党委组
织部驻村工作队，没有他们的协调，村里人怎能在自家
门口看病，还有自治区藏医院的专家来义诊。这真是送
给我们最好的新年礼物。”

家 门 口 享 受 专 家 义 诊
本报记者 夏先清 代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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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好，欢迎您来永州站乘车。”农历正月初三，记
者来到永州火车站，还没进站就听见悦耳的拜年声。

记者刚准备把行李放上安检仪，就听见一位身披“舜
之爱”党团员服务队绶带的志愿者问道：“请问需要帮忙
吗？”“不，谢谢。”记者摆了摆手。

“同志，我母亲腿脚不方便，可以优先进站吗？”边上
一位旅客问。

“您稍等一会，我们马上安排。”一位志愿者连忙回答
道。

几分钟后，这位志愿者推着一辆标着“舜之爱”标识
的轮椅来到了旅客的面前，还用小推车把旅客的行李给
捆绑好，送他们进站。

过了安检口，抬头可见一排排大红灯笼，往上海、广
州方向和母婴区的引导牌一目了然，显示屏上滚动着各
趟列车的正晚点信息、天气预报、注意事项、旅客导向等
内容，让旅客及时得到提示信息。

走进候车厅，记者看见有一群人在围着一个工作人
员问这问那。这名工作人员轻声细语地解答着每个旅客
的询问，他的身后写着“舜之爱咨询台”。在咨询台工作
的陶玉忠向记者介绍，春运期间，咨询台每天为旅客提供
咨询服务上百次。

记者了解到，今年春运，永州火车站还推出了“五爱”
服务套餐，即爱心问候、爱心推车、爱心引导、爱心咨询
台、爱心展吧，为旅客出行送上温暖。爱心问候是指每名
车站服务人员见到旅客都会说“新年好，欢迎您来永州
站”，通过文明用语展现春运风采；爱心推车是指车站进
站验证口配备了小推车，有 8 名党员春运服务队员专门
为旅客提供提携行李服务；爱心引导是指车站通过电子
显示屏、海报、广播等媒介在票厅、进站口等地播报天气
预报、注意事项、旅客导向的温馨提示等内容；爱心咨询
台是指车站在售票厅和候车室设有爱心咨询台，免费提
供便民手册、购票服务指南等，免费为旅客提供咨询、解
答服务；爱心展吧是指车站里布置了 16 幅巨型图画组成
展示永州历史和潇湘地域文化及秀美山水，让旅客赏心
悦目。

“五爱”套餐过新年
本报记者 邓海平

本版编辑 梁 睿 秦文竹

2 月 9 日 （除夕） 18 时，铃！铃！铃！黑龙江省双
鸭山市宝清县电业局电力抢险维修中心的 24 小时服务
热线响起：一家居民用户用电出现故障。

3 名电力抢险队员迅速打开柜门，提起应急工具
箱、备品、备件，戴上绝缘手套，戴上安全帽，启动抢
险车出发了。

18时 20分，电力设备抢修工作完成。
18时 30分，3名抢险队员回来停好车，归队。
宝清县电业局局长朱紫石告诉记者，这正是电力抢

险维修中心的职责规定：从电力报修电话接通起，到电
力抢修工作完毕，必须在 30 分钟内完成。除夕夜现场
电业局电力抢险维修中心部值班的共 10 人，大家一起
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以保障春节期间全县用电并及时应
对紧急情况。“你用电，我用心”是电业局每一位员工
的心声。

“早些年，每逢除夕夜，都要停电一两个小时。”朱
紫石介绍，“1999 年农村电网改造后，春节期间就不再
停电了。”

电力抢险维修中心主任尤忠告诉记者，他来到宝清
县电业局工作已 23 年。尤忠说，23 年来，每一个除夕
夜都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用我们的付出和坚守换来千家
万户的光明。

农历正月初四，记者再次来到宝清县电业局，在
电业局调度中心，值班人员紧张地忙碌着。在一面调
度控制大屏幕上，全县电网运行情况都可清晰准确地
监测。

“看，这里是岚峰变电所，这边是小城子变电所，
这处是二合变电所，共 12 处变电所都可清晰准确监
测。”朱紫石向记者介绍着。调度中心主任乔德才
说，“目前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电网设备还有些陈
旧，设备维修不到位，损耗过大，效率低下等，希望
新的一年能得到更多政策支持，提升供电服务能力。”

坚守换来灯火明
本报记者 周颖一

农历正月初三，在家家户户欢聚一堂的时候，沈阳
北站的铁路工作者依然奋战在春运岗位上。2月 12日夜
里 11 点多，一个小伙子来到了候车室重点旅客服务
台，围着服务台直转悠，好像有什么难事。

“小伙子，有事吗？”正在值班的沈阳北站站长刘孝
权关切地问道。只见小伙子想说又不敢说的样子看了看
他，又走开了。刘孝权走过去跟他说：“没事，出门在
外谁还没个犯难的时候，来，和大哥讲讲，看看我能不
能帮上你。”

小伙子见刘孝权这么说，没那么紧张了：“我从四
平来沈阳打工，前几天单位值班回不了家，这不今天刚
一放假我就要赶紧回去过年。谁知出来的时候不小心，
把钱包和贵重物品全弄丢了，没钱买票，我还不好意思
和家里人说，怕他们着急。这不，他们正一遍一遍地打
电话催我呢！”

“小伙子，这不是难题，到了车站就像到了家一
样，我一定让你平安回家过年。”刘孝权安慰说。随
后，刘孝权赶紧自己花了 19 元钱帮小伙子买了到四平
的天津至齐齐哈尔 1051 次列车的车票，同时把车站为
值班人员准备的饺子送给了他，并跟他说：“过年还没
吃饺子吧，来吃大哥这份儿，一会儿我送你上车。”

2 月 13 日凌晨 2 时 38 分，天津至齐齐哈尔 1051 次
列车到达沈阳北站。当刘孝权把小伙子送上列车的时
候，小伙子哭着说：“大哥，这饺子是我这辈子吃过最
好吃的，这车票我会留一辈子，您们的恩情我会永远记
得。”

“这车票我会留一辈子”
本报记者 常 理

农历正月初三早上 7 点，经过一夜小雨，山城重庆
有些阴冷。像往常一样，环卫工人杨德凤穿上橙黄色棉
布工作服，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杨德凤和同事们今天的工作很繁杂，街道要清扫，
垃圾箱、花盆要擦洗，大树上不能挂杂物，墙上不能有
乱贴乱画。重庆有许多街道临江，所以他们还负责街道
对应江岸的清洁，垃圾从河岸搬到马路上再运走。

杨德凤指着街道上铺的地砖说，这种透水砖两块中
间有缝隙，纸屑、烟头掉进去打扫起来不方便，像今天
这种湿漉漉的情况，东西都黏在地砖上，清理起来就更
麻烦。

杨德凤是这个片区的负责人，中山四路加上前后延
伸出去的两条支路，共有 3 个汽车站区，今天她要在这
片区域上来回走 4次，单程就需 1个多小时。

“我从 2005 年开始就在这片做环卫工作了。”杨德
凤很感慨，一边走一边向记者介绍这几年来她看到的变
化。在她印象里，以前道路很窄，周围很多破旧的民
居，显得有点凌乱。2008 年后，市政府对这里进行了
整体规划，修缮管理抗战文物，拆除沿线破旧民居，道
路拓宽为双向四车道，路旁也种了高大的乔木。

每一个小变化背后，都包含着杨德凤和同事们辛勤
的工作。

随着路沿从灰黑水泥变成白色花岗岩，醒目而整
洁，却提高了工作难度，每周需要花 3 个到 4 个小时，
用碱水冲刷洗净；路旁的花盆和垃圾箱增加了，美化了
市容，方便了市民，却增加了环卫工人的工作时间。

杨德凤今天晚上 7 点要乘车回老家铜梁和家人团
聚。她乐呵呵地说：“我要加快速度，工作完成了，才
能安心回家过年。”说完，杨德凤加快了脚步。

辛苦换来城市美
本报记者 郭文娟

2月 13日，山东滨州市富国供电所职工正在抢修供电线路，保障辖区内居民春节期间的安全用电。

本报记者 李树贵摄

俗话说，“春寒料峭，冻杀年少。”立春虽然已近 10
天，江南依旧乍暖还寒。农历正月初四下午，记者在浙江
省余姚市泗门镇工业园区的马家牛肉拉面馆，却见到一对
不畏春寒、依旧在餐饮岗位忙活的青年夫妇。

男主人马龙正在店门口招揽生意，他今年 23 岁，来
自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这个小店面积不大，只有三四十
平方米，主要服务工业园区及周边的外来务工人员。马龙
告诉记者，从农历腊月廿五开始，店里的生意就比较冷
清，因为大部分老主顾都回老家过年了，可能要到正月十
五才会恢复正常。“周围的饭馆都不营业了，我这里平时
每天营业额约有 1500 多元，这段时间每天只有三四百
元。”马龙说得很实在。

那为什么不顺便关张休息几天？马龙考虑的不只是自

己。虽然许多工厂已经停产放假，但还有不少员工因为路
远、值班等原因留在异地他乡。如果自家的拉面馆也不开
门，必然有不会做饭的务工人员遭遇“断炊”的窘境。

眼瞅着平时和自己相处融洽的客人遇到这桩吃饭难
题，再加之回青海老家路途遥远，十分想家的马龙夫妇最
终还是决定留在浙江过年。马龙说，“把面馆开起来既能
多少挣点房租，还能方便周围几条街道和厂区的顾客，利
人利己。”

马龙领着记者到后面操作间参观，他的妻子王金莲正
冒着呛人的油烟做孜然羊肉盖浇面，这是附近工厂门卫点
的外卖。“我们现在每天从早上 7 点营业到晚上 9 点，一
年到头都在忙活，连除夕和大年初一也没有歇业。”王金
莲忙里偷闲地告诉记者。

正说着，又有顾客推门而进。老家在贵州毕节的王云
军带着自己的两位工友来这里吃饭，他们各要了一碗 7 元
的牛肉拉面。“我在附近的模具厂守仓库，一放假许多小
饭馆都关门了，前几天找了一大圈都没能吃上饭，又冷又
饿。要是这里也不开门，我只能靠方便面撑到元宵节
了。”王云军搓着手说。

提起新的一年，马龙也有自己的期盼。他首先希望
店面的房租不要涨得太厉害，现在每个月 2000 多元的
房租压力不小。此外，马龙还希望物价能够平稳一些，
目前每斤牛肉要 25 元，每斤羊肉要 30 多元。他说，“因
为牛羊肉价格涨得快，目前饭菜的价格有点偏高，要是
食材价格能稍微降点，我们饭菜的分量和价格都会更有
竞争力。”

面 馆 不 歇 业 便 民 又 实 惠
本报记者 杨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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